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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信箱：bjb-dqrb@126.com网址: http://www.xgll.com.cn（香格里拉网） 要 闻

东城区第五批廉租房及公租房申请家庭通过联审最终进入抽签阶段的家庭
共377户，现将报名房源情况及进入抽签阶段家庭公示如下：

一、房源
新城区公租房点（377套）：
（一）上一批未分配房源（86套）
9-1-502 9-2-103 10-1-201 10-2-102 10-2-203
10-2-504 10-2-603 11-1-301 11-1-401 11-2-604
16-1-203 16-1-403 16-1-404 16-1-501 16-1-502
16-1-503 16-1-504 16-1-601 16-1-602 16-1-603
16-1-604 16栋2单元（24套） 17-1-101（廉租房房源） 17-1-201（廉

租房房源） 17-1-501（廉租房房源） 17-1-602（廉租房房源） 17-2-404
17-2-502 17-3-103 17-3-104 17-3-301 17-3-401至604（12套）
19-1-303 20-1-102 21-1-404 22-2-103 22-2-402
23-1-101 23-2-402 23-3-301 23-3-402 23-3-504
26-1-101 26-1-102 26-1-103 26-1-104 26-1-602
26-2-102 26-3-101 26-1-102 29-2-102 29-3-503
（二）4栋（3套）
4-1-502 4-1-503 4-1-504
（三）30、31栋（144套）；12、13栋（96套）；14、15（48套）
二、符合条件进入抽签家庭（368户）
（一）廉租房家庭（4户）
余国强 李新铠 和永成杨天成
（二）公租房家庭（364户）
和义昆 宁晓龙 罗建忠 邓祺娇 杨继红 沙泽民
杨玉莲 项杰 尹志军 冯建文 杨玉花 扎史次里
黄艳菊 陈晓泉 刘志雄 罗晓华 罗万全 李翠红
林小二 潘银刚 和丽坤 把点 次里扎史 旦取
和玉红 沙文明 万正菊 喻全 鲁茸迪几 兰菊珍
和树珍 王新 斯那此里 阿茸 罗志英 邓云香
姚定红 杨丽琼 杨秋月 苏学芳 沈玉龙 陆学援
陈吏度 邱耀红 董季 丁杰 汪晓平 唐丽娟
杨琴 徐向东 和润 李成俊 董平 董月

蔡艳 沈建新 陆春海 王晓明 杨红星 杨丽红
陆继文 陆强 共恒咪 汪润仙 杨正伟 陈志英 阿姆
卓姆 张立波 和天林 刘凤云 马琴 甲巴次仁 阿主玛
定主 董成喜 张敬 范吉富 兰秋菊 和建华 李翠梅
冯艳华 郭明献 沈立花 和志红 王宇芳 陈正容 和润东
和文华 次称取批 何光 沈德华 陆晓军 汪建英 汪桂全
闵龙强 次安拉木 阿三工 周建勋 陆虎 王晓龙 马向军
罗明 杨丽红 和俊 和虎 和成虎 汪春红
陆阿罗 陆建忠 李秀忠 王永军 和德华 余秀仙
江巴次仁 汪士楼 杨光明 七林培初 尼玛 玉生木
杨正才 沈玉春 汪建林 王建忠 胡建中 郭海梅
杨菊生 汪胜春 王冬华 王成 胡建华 和秋菊
施朴 俞婷 李书婷 陆文明 沈银 马志吉
李英 罗丽文 小全 杨海舟 和世珍 张明 杨继武
杨国伟 知清 和海军 定主竹玛 候丽超 海诺 海正芳
李应红 王彦友 兰文军 王春 杨正华 和琼 李俊
孙诺顿珠 和元光 汪胜华 杨翠光 和继红 拉茸杜杰
陆定一 汪银东 陆定国 陆定华 杨秀康 格茸农布 郭祥武
次秀兰 陈志光 张秀恩 沙存正 郭韬 汪国红 习润发
和仕喜 皮志忠 点争去批 作尾木 陆金开 刘春花 和凤迎
孙那去初 杨建勇 罗玉新 和炳章 达娃拉木 央宗
青兰芝 格茸格堆 和世菊 知识定主 墨光 袅芝咪 降措泽仁
何军 巴比七林 和秀芝 和万美 和玉青 沈万青 肯米
曹向红 李自程 崔学伍 杨梅 次称卓玛 俞芬 次七主
阿茸 罗明英 拉姆
兰秋群 和德志 汪国林 汪文红 李华高 习耀红
陆春华 陆富民 陆志军 陆云 沈建国 唐建国
马志艳 和慧 詹俊鹏 桑曲 李俊杰 李银树
那吉 赵宏祥 康国生 娄启锋 马金平 王红军
将参 王志云 墨文龙 熊燕珍 杨鑫 墨翠花
钱玉凤 和卫东 黄进 提布卓玛 袁发兵 杨冬林
扎西边木 李江涛 阿莲 和世忠 和彬 汪正林

杨建华 康巴多吉 和秀国 和建红 格茸点主 和玉军
杨锦辉 杨成军 杨陆花 格茸七林 和万仙 陈志勋
邱山 万艳芬 和义 杨素英 康比比 江财
和继珍 杨建华 李万华 郭晓倩 和树军 杨卫红
罗仕林 梁小普 李四喜 周建平 和学张 和艳琼
和付勇 杜少华 苏小云 苏琼 和学娇 那生
李晓琴 墨文美 罗万红 杨安 拉木 罗国华
打瓦培初 洛桑江才 和远清 和丽花 朱玉龙 七林拉木
兰建军 谢斌 代伟 习东 和开顺 余学芳 唐晓东
母建明 李重贵 刘晓爱 和振娟 和建忠 段建友 杨静
杨学清 习勇健 拉茸念扎 李万林 龙茸江参 阿义义 扎史四那
和红旭 和老三 仁忠旭
李春友 陆晓周 李四海 杨天华 陈春秀 杨利宏
蒋会 和玉钰 和琪芬 龙建华 朱玉珍 曹洪军
沈学梅 杨秋健 李学会 和丽香 拉初 胡兴康
和大川 段卫琪 和晓东 能学佳 扎史 杨仕军 拉西
和平 拉茸七林 拉定主 李全芝 邓华 阿春 吴琴
敖绍娟 石伯文
三、第一至三批公租房（含廉租房）抽签未登记重新抽签家庭（2户）
墨长青、杨杰。
四、上一次抽签未到场并入此次抽签家庭（7户）
斯那曲扎、张伟、张跃军、和赵林、拉茸七里、杨晓东、格茸区次。
公示期7天，公示期内内若无异议，以上家庭转入抽签阶段阶段，抽签结果公

示无异议后即可办理入住手续。以上家庭抽签时间：2017年12月18日上午10:00
在行政中心2号楼住建局会议室。

监督电话：0887-8233307 市监察局
0887-8225753 市住建局住房管理办公室
监督单位地址：香格里拉市监察局（行政中心1号楼1-8-6）
香格里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中心2号楼2-2-32或2-2-13）

香格里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12月7日

香格里拉市第五批廉租房及公租房联审结果、房源及抽签公示

■香格里拉县青瓦房餐厅，易传国，不慎遗失公章、私章各一枚，现将原章登报作废。
■李秀梅，身份证号码：533221197609200020，不慎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5334990013001293。
■迪庆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云南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

发票代码：5300162130，发票号码：03848158、03848159、03848160、03848161、
03848162、03848163、03848164发票未填开。

■迪庆州开发投资集团香格里拉置地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340069309538XH。

■香格里拉县福盛和藏式地毯总汇，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33421600132232。

■香格里拉市月浪养殖场，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33421660059336。

■迪庆经济开发区祥和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正 本），证 号 ：云 地 税 字
533421086369608。

■迪庆经济开发区祥和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云南省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备案证，证
号：滇香县字533421000043。

香格里拉市此果丁养殖场，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33421660059369。

香格里拉市奉邦民族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钱林存，营业执照注册号：
53342100002117，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报作废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迪庆州奶牛、肉牛产业发展之管见
 杨繁

12月5日，由州委普法办、州
司法局、香格里拉市文体广电局
组成的文艺普法演出队深入香格
里拉市东旺乡新联村委会开展普
法宣传。

东旺乡位于香格里拉市北部
横断山脉断层地带，境内雪峰林
立，河谷纵横，东南、南与格咱乡、
尼西乡毗邻，北与四川省乡城县
洞松乡、白依乡接壤，西与四川省
得荣县八日乡、奔都乡、古学乡、
子庚乡相邻，是英雄七林旺丹故
里。

当日，普法队沿着硕曲河而
上，途径云南、四川交错地带，在
逼仄的峡谷中蜿蜒行进到东旺乡
新联村。

活动中，州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向村民们介
绍了州委实施“三村七进一行动”工程的重要
意义，呼吁村民将法制镌刻在心中，用法律的
明灯照亮生产生活。

普法宣传以发放《农牧民通用法律宣传
册》《普法宣传册》《农村法治创建读本》《便民
服务手册》以及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为主

题的年画、宣传袋、伞具、手纸、肥皂等方式展
开，还开展了文艺普法专场演出，为观众演唱
了《恩情》《阿若拉呀》《华彩锅庄》《谷气调》等
歌曲，表演了《香格里拉锅庄》《呀哩哩》《尼西
情舞》等舞蹈，小品《贾律师》和《懒汉脱贫》用
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和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
寓教于乐，引导广大群众学法、普法、守法、懂
法、用法，用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言行，普法队

还以此为契机，把十九大
精神融入其中，深受群众
欢迎。

在文艺普法专场演
出活动间隙还穿插了法
律知识问答，通过互动，
进一步提高了普法活动
的知识性、趣味性。新联
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还用当地藏语向
村民强调了尊法、守法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另外，
东旺乡卫生院医务人员
在活动现场为村民发放
了禁毒防艾宣传材料。

“啊啧啧，用藏语、藏
文、藏舞、藏歌进行文艺普法的方式真是太好
了！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在生产生活中一定要
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用自己的言行
举止教育引导
村民。”参加完
活 动 ，新 联 村
共产党员斯那
培楚说。

本报讯 （记者 陈义） 今年以来，香格里
拉市五境乡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强化措施，立
足整改提升抓党建。

整顿后进促提升。对年初倒排出的3个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该乡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定
点联系包支部、定题整改包指导、定时转化包
效果的“三定三包”整改机制，签订整改责任
书、选派第一书记、依托驻村工作队员整顿等
措施，逐村抓整顿。

抓牢“两大杠杆”谋发展。一直以来该乡
积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新思路，以“总支+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合
作社以资产抵押，签订还款承诺书等形式，盘
活集体经济资金提质、增效、保值，确保资金不
流失，同时，带动贫困户长期实现增收。目前

全乡已实现三村集体经济全覆盖均有收益，已
有 4 家乡镇企业与 120 户贫困户签订协议，为
贫困户提供技术、赊欠鸡苗、猪种等，增强党员
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

强化阵地建设抓保障。多次召开党委会
议专题研究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工作，明确
乡党委书记、乡长、专职副书记、村党总支书记
和支部书记在活动场所建设中的责任，制定下
发活动场所建设实施方案，建立电子台帐，采
取挂图作战倒排管理。截至目前，全乡11个建
设任务中已完成10个。

优化组织设置求规范。按照《香格里拉市
基层党组织优化组织设置方案》，共优化设置
党组织10个，其中，在原有1个非公党总支，3
个支部的基础上，新增五境乡仓觉村藏香猪生

态养殖合作协会党支部，将非公党总支建在产
业链上，进一步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及战斗堡
垒作用。今年，该合作社带动贫困户20余户，
直接收入达1万余元。

抓实结对帮扶促提升。充分发挥“一个支
部，一座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作用，建
立党员联系帮扶机制，实行总支委员联系党支
部，支部联系党员贫困户，非困难党员至少联
系一户贫困户。党员联系帮扶机制的建立，全
乡上下形成了哪里有困难，党旗就飘到哪里，
党员的身影就出现
在哪里，充分发挥
了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和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

——州文艺普法宣传队深入东旺乡普法见闻

 和金龙 阿东·尼玛

五境乡立足整改抓党建

近日，迪庆州农牧局组织三县（市）主管农业副
县长、三县（市）农牧主要负责人、州级畜牧科技推
广科站负责人一行9人，前往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和
云南大理州、楚雄州进行为期7天的奶牛、肉牛产
业参观考察学习。

期间，大家边学边议，倍受启发，既开阔了眼界
又看到了差距学到了经验。通过考察学习，笔者对
我州奶牛、肉牛标准化、规模养殖的现状和问题以
及加快我州奶牛、肉牛产业发展有如下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近年来，我州奶牛、肉牛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仍存问题和困难：
（一）观念落后，产业化经营意识不强，产业化

程度低。长期以来，我州奶牛、肉牛生产主要以分
户经营、放牧为主，农户养殖规模小，生产组织化程
度低，发展较为缓慢；干部群众开拓创新意识、科技
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不强，对奶牛、肉牛产业“种、
养、加、销”一体化发展认识不到位，产业意识不强。

（二）奶牛、肉牛生产水平低。牛群结构不合
理，以牦牛、高原黄牛、滇中黄牛为主的格局尚未改
变，奶牛、肉牛品种改良滞后、二元母牛占比少，奶
牛、肉牛体格中等较多、育肥增重速度慢。

（三）动物疫病防控威胁因素增多。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人财物的大流动，畜产品流
通频繁，活畜流动地域广。特别是我州畜禽产品不
能自给，主要靠外来引进，输入性动物疫情时有发
生，近年来，境内外重大动物疫情频发，外源性动物
疫病给我州畜牧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

（四）奶牛、肉牛养殖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
带动力弱，畜牧业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奶
牛、肉牛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水平
低，缺乏龙头企业带动，“产、加、销”脱节；“龙头企
业+农户”的经营模式衔接不紧密，没有形成利益
共享机制，因而带动力不强，效益不佳。二是各养
殖户和营销户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市场变
化，应对不充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三是产
业链条短。我州主要销售活牛，缺乏精、深加工，无
法实现产品加工增值，销售空间仍很有限，市场开
拓不足，缺乏品牌、名牌和认证，产业带动能力弱。

（五）肉牛生产投入不足。由于州内肉牛养殖
户“散、小、弱”、自身发展能力和财政资金扶持有
限，全州奶牛、肉牛养殖基础设施落后；州、县、乡、
村科技推广体系建设、畜牧业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动物疫病防控等投入不足，奶牛、肉牛产业投入与
产出比不协调，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高。

二、加快发展我州奶、肉牛产业的意见建议
通过调研学习，笔者认为，对参观地发展奶牛、

肉牛养殖的思路以及创新的工作方法值得借鉴。
我州草地和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地域辽阔，奶牛、肉
牛养殖对充分利用地域资源、草地和秸秆资源，实
现过腹增值，促进农民增收，脱贫奔小康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一）突出重点，合理布局，适度规模化、高质
量、高标准建好肉牛基地。根据我州畜牧业区划、
高原特色农业规划和山地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把
奶牛、肉牛产业重点分布于“两江”流域的河谷地
区、二半山区的乡镇，因为，这些乡镇气候条件好，
草山、草坡较多，秸秆资源丰富且有养牛的传统习
惯，同时，根据农业供给侧结构、养殖区域划定的要
求，建设标准化养殖厂，因地制宜适度发展，强化合
作社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奶牛、肉牛养殖村、
组，以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好肉牛示范合作社、示范
村组。运用我州的“三江并流”和“香格里拉”两张
名片，逐渐形成品牌效益。

（二）抓好宣传发动，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我
州常年饲养牛241158头，出栏41895头，出栏率仅
为17.37%，个体产肉率仅119.6公斤，出栏率和个体
产肉率与省内各地相比差距非常大，且饲养周期
长，降低了生产效益。当务之急，要抓好宣传发动
和引导，把牛产业作为畜牧经济新的增长点来抓，

要学贵州大方县、大理巍山县和楚雄姚安县那样营
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引导农牧民转变养牛耕田的传
统观念，实现养牛价值转移，由过去的役用为主转
为肉用为主，树立养牛上市、养牛赚钱的新思想。

（三）引导农民转变饲养方式，发展规模养殖。
改一家一户分散饲养为适度规模饲养，走养母牛、
繁小牛，建小区、育肥牛，小群体、大规模的发展新
路。一是做好肉牛养殖小区建设规划，各乡镇要做
好奶牛、肉牛发展规划。二是开展试点工作，各乡
镇要选择1至2个村作为重点示范。建议选择有一
定基础的村组建设肉牛养殖示范试点，特别是三坝
乡哈巴村和白济汛乡共厂村草地和秸秆资源丰富，
有传统养殖习惯，适合推广养殖肉牛示范社、村。

（四）抓好品种改良，提升品质。奶牛、肉牛产
业要发展，良种是关键。目前，我州牛的品种主要
以奶用和役用为主，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耕牛
数量在锐减，且肉质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我州发展
肉牛，品种改良要先行。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州、县、
乡、村品种改良网络（至少一个镇一个配种罐点），
全面开展牛冻精配种。通过对本地牛二代、三代杂
交，逐步提高产肉性能。二是适当引进良种黄牛
（主要是高原坝区）。一头母牛一年产仔一头，发展
商品肉牛需要庞大的基础母牛，我州黄牛数量少，
在扩大繁殖群时要引进国外良种西门达尔、安格肉
牛等品种，同时，引进优良的培育品种云岭牛，提高
母牛群良种率。三是积极探索高原牦牛、犏牛发展
的新路子，向肉奶兼用方向发展，加快州县肉牛产
业上档升级。

（五）做强龙头，增强后劲。要把我州奶牛、肉
牛产业做成一个大产业，必须实施龙头带动战略，
用龙头企业实现产业整合，带动奶牛、肉牛业向标
准化方向发展，高起点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农牧民
养牛经济效益和肉牛产品附加值。发挥现有的藏
龙集团和圣域天香公司带动发展我州奶牛、肉牛产
业，同时，一方面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有资
金、有技术的大企业建立高起点的精细加工项目，
形成品牌优势，做强做大加工龙头企业；另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我州牦牛、肉牛加工企业的带动作用，
建立企业建设养殖基地，让企业与育肥场对接，育
肥场与养牛户对接；还要扶持发展专业肉牛交易市
场，形成龙头，搞活流通，为养牛户解决后顾之忧。

（六）抓好扶持和服务，保障发展。我州对奶
牛、肉牛养殖的扶持应举全州之力，进行全方位扶
持。我州发展奶牛、肉牛生产，也必须重点抓好政
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在领导重视程度、
工作重心上、建立长效机制，要适度向奶牛、肉牛养
殖倾斜；在科研攻关经费、产业化资金、农业综合开
发资金、信贷资金等方面要向奶牛、肉牛产业方向
倾斜，在对规模育肥场征地、饲料地配备等方面要
向奶牛、肉牛养殖倾斜。

各级政府要为奶牛、肉牛产业的发展采取积极
的财政政策。建议政府每年从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奶牛、肉牛养殖小区的以奖代补和品种改良。
农村信用社加大对奶牛、肉牛产业的信贷投入，每年
安排专项贷款，用于良种母牛引进，养殖小区建设和
肉牛育肥场的流动资金。各级政府在支农资金中设
立肉牛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滚动发
展，同时，抓好技术服务，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指导，
推广牛的冻配改良技术、秸杆加工和青贮技术、短期
育肥技术、普及配合料，推广疫病防治技术，普及牛
肉安全生产。要加强科研攻关，积极向上级部门争
取“粮改饲”项目，引导国内先进技术发展我州奶牛、
肉牛产业。

（七）环保与粪尿处理政策。建议在肉牛养殖
密集的地区制定相应政策，通过补贴和政策优惠等
手段，除了正常的牛粪还田外，鼓励建设生物肥料
生产企业，将牛粪及沼渣转化为优质有机肥料出
售，另外，利用牛粪种植食用菌、牛粪种植中药材等
运用推广也可以有效开辟奶牛、肉牛场粪污处理新
途径。

让法律走进群众心中

新联村村民和幼儿园小朋友参加活动新联村村民和幼儿园小朋友参加活动。。


